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优质9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
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一

在其中有一篇称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三味书”指的
是流传称为百草园，百草园里有很多草，因此叫百草园吧！

光洁的石井栏也有又高又大的皂荚树等一些很美观大方的一
些草哪些的……

百草园里的气体尤其清爽，也有很多不知名的小生物。

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写的都很有意思，百草园里那才叫有意思
呢！由于里边有许多的生物，三味书屋也有一些很有意思，
由于里边是一座学馆，它的名称尽管叫三味书屋可是它是一
座学馆。

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家后边的大园区，起名叫百草园。

还记得朝花夕拾里边也有一篇文章称为五猖会吧！好像是。
五猖会的意思是逝东风俗习惯，每一年阴历四月十五为五猖
会期，五猖会又被称为五通神，故时江南地区民俗敬奉的恶
鬼相传是弟兄五人。

五猖会是一个节日也是全部的小孩所希望的节日在五猖会的
情况下我由于要把简单背熟假如背不出来就不可以去参与五
猖会了，要背完才能够去那时候减略比千字文百家姓大全有
效的多了。



原本我是非常想要去参与五猖会的，之后又要背诵背完书才
能够去我将进率背的一字不漏的情况下。

我又沒有兴趣爱好去参与五猖会了。

之后我还是挑选了去原本五猖会是很繁华的玩得得都很开心
我却觉得沒有是什么意思了一点儿也不高兴。

这就是朝花夕拾中的在其中几篇都很有意思讲的也很有些道
理。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二

《朝花夕拾》，早晨的花儿，到晚上再去拾起，很有诗意的
书名;同样，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本书使得我收益非浅，
感触良多啊!

后来多读了几遍，我明白了，不要把这样的名着当作佳作，
其实，这本书的文章看似“聊天”也正是鲁迅先生的文字魅
力所在。它看上去很朴实，甚至比较口语化，但为什么却能
够深深地吸引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朴实，让人感觉很亲切，
就象他站在你面前跟你诉说着什么似的，“说”到兴奋处，
文字又会变得非常热烈，这就让人能够从中品味和感受鲁迅
先生的点点滴滴。

郁达夫是这样形容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
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
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是的，这个特点在《二
十四孝图》这篇文章中表现得一览无遗。一开头，便以“寻
咒”从侧面点出中心，接下来便诉说了一段他童年的一段故
事。

《朝花夕拾》中那几篇描写人的文章，我是比较喜欢的。首
先，这些文章的内容比较吸引我——因为我喜欢看到各色各



样的人，再加上鲁迅那种轻松而生动的语言，读着读着，你
仿佛就可以看到那个人似乎站在你面前一样。比如《阿长与
山海经》，描写的是鲁迅家的保姆阿长。文章生动地塑造了
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有人比喻这
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
花”。

的确，对于这个妇女，鲁迅先生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与
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怀念她的一切。不论鲁迅先生对
她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
情。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妈”跟“孔已己”很相似，
同是旧中国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们的名字，都是
已经被人遗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可悲的人啊!

直到我写完了这篇读后感，“感”到了这么多，我认为我才
算是真正地读懂了《朝花夕拾》这一本名着!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三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青少年时期的回忆录，从童年到少
年到青年，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
一组组生活画面，呈现在眼前，有对童年生活的向往，有对
往昔亲友师长的感念，也有对旧势力、旧文化的嘲讽与抨击。



对他而言，童年生活是快乐、有趣而自由的；对我而言，读
他的作品也是快乐、有趣而自由的，也许是百草园的趣事让
我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吧，我竟特别的羡慕那个在百草园胡
作非为的孩子。当他牵连不断地拔起了何首乌时他该多么快
乐啊！当他摘下覆盆子，把它们一个又一个送进嘴里感受它
们的又酸又甜的味道时，又会多么满足！当他弄坏泥墙根时，
心中也可能会有一些愧疚吧！当他在雪地里捕鸟，看小鸟一
个又一个自投罗网时，心中又会多么的激动!生活啊！你欠我
一个童年的百草园！

对他而言，成长过程中，那些曾经温暖过他生命的人，让他
永生难忘，正是这些爱的供养，让他成为“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人。

闰土的父亲有很多捕鸟的技巧，曾让小小的他大大佩服；大
字不识一个的阿长，历尽千辛万苦为他买来《山海经》，曾
让苦闷的他感激不已；藤野先生的关爱与呵护让他在无助中
感受到温暖。生命像列车般疾驰而行，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
曾经给与我们点点滴滴的爱的供养的人。

对他而言，从旧时代一路走来，生命中充满了遗憾与无奈，
这是那个时代的旧文化带给他的，他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无情
的抨击和嘲讽。小小的他多么盼望早早地去看五猖会，父亲
却让他背《鉴略》；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他对愚孝行为进
行了无情的嘲讽，对反对白话的行为进行了大胆的诅咒；在
《猫·狗·鼠》一文中，对猫的欺软怕硬表现强烈的憎恶，
有力地回击了“正人君子”们对他的攻击，千夫所指，横眉
冷对，这是多么勇敢的`精神啊！

逝者如斯，鲁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八十多年了，读文犹见其
人，他笔下的往事，如同盛开在文坛的花朵，虽似幻如梦却
永不凋零。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四

《朝花夕拾》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作品，我在暑假里读了这本
书，他给我的感触很大。

鲁迅的作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作品既不遮遮掩掩，
又不追求好词佳句的华丽，却更能吸引读者，仿佛在给你讲
故事一样。

比如，范爱浓的眼球白多黑少，看人总像是藐视。又比如却
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这就是鲁迅在描写人外貌
特征和习性时的特别手法。他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人的特
点，又增加了幽默感。

《朝花夕拾》十分耐人寻味，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陋习，
有写人吃血馒头，吃人肉，人们迷信，古板，缠足，互相欺
诈等等都受到了鲁迅强烈的批判，也让我不由得为那些人们
感到悲哀。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五

读着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他将我带入了童年，重获儿时
的欢乐。

朝花夕拾，顾名思义，就是老了再反过来回忆童年而写成的
书，那一定别有一番韵味。百草园成了先生儿时的玩乐天堂，
有油蛉，蟋蟀，叫天子，何首乌根的加盟，鲁迅的童年就好
像是在动植物的陪伴中度过的。

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可他总能在枯燥中找到
一丝情趣——寻蝉蜕，可还是会被先生叫回来，在先生读书
时玩手指偶也同样富有童趣。“为什么人家文章写的好？人
家有真情实感，只有将真情融入文章这才会吸引读者。”老
师们经常这么说。而我相信，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种人，语



言虽然朴实，但却融入生活，贴近实际。

他也会为阿长踩死了他的隐鼠而曾恶她，可又为他给自己买
来了带图的《山海经》而感谢，仿佛孩子写的，那么无邪，
那么天真，一个年迈的老人顿时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孩
子，拥有甜美洁白的笑容，活力四射。

我们也曾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童年：喜欢在院子里疯跑，尽
管张开嘴，尽情去笑，没有烦恼，没有老师批评；在马路边
细数流水般的车流，扳着手指“一辆，两辆，三辆…”；在
院子里和小伙伴们捉迷藏，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看着小伙伴
们因找不到自己的踪迹而偷笑，最后大摇大摆的出来，小伙
伴们急切的问候，一种成就感从心底流露，窃喜。

终于，童年随着我的长大而离开，没有道别的身影，没有哭
泣的眼泪，只是有一天发觉，童年，远去了，不留一丝痕迹。
留下的只是一个想起就会发笑的甜美回忆，读着《朝花夕
拾》，就回到了鲁迅的童年，回忆自己的童年总是会快乐。

童年，总是让人思念……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六

好词造句：

隐隐约约——早上的雾可真大，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的房
屋。

光明正大——妈妈经常说，做一个人一定要光明正大，我也
觉得很有道理。瑟瑟作响——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有
淡淡的月光为我照亮前行的路，树叶瑟瑟作响，让人心头不
免涌起一股凉意。

佳句：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
正大的。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
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耍，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
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
地折磨弱者的换脾气相同。

仿句：

现在说起我爱狗的原因来，人人都会认为颇有理，而且十分
赞同的。它的外貌就十分讨人喜欢，凡是什么狗，总是一个
大忠臣，给人家看家护院，不知疲倦，直待老了，才会稍稍
休息，颇与人们尽忠职守的好习惯相同。

读书心得：

这篇文章正中了一些“正人君子”的下怀，表达了作者对欺
凌弱者人的憎恨和对弱小者的关爱和同情。作者句句针对那
些欺凌弱者的人，我读了后十分赞同，我们都应该用一颗同
情之心来对待需要关心的人。

《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好词造句：

毫不相干——有的人随地乱扔垃圾，还不屑一顾，似乎城市
的环保与他毫不相干。情有可原——如果没有教过的内容做
错了，那也是情有可原的，记住了就好了。深不可测——爷
爷说的话总是深不可测，让人琢磨不透。

莫名其妙——我总是喜欢莫名其妙地就一个人个个地笑起来，
好像有什么天大的好笑事，惹得周围的人也笑了起来。

佳句：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
了罢。我终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
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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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七

认真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体会呢？何不写一篇读后感
记录下呢？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朝花夕拾》读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合上《朝花夕拾》，细细回味着字里行间中透露出的鲁迅先
生年幼时的天真，年少时的狂放。《朝花夕拾》，书名就已
经点出了文章的内容。在年老时回想起幼儿时代的点点滴滴，
心里应该会有对幼儿趣事不同的看法和滋味吧！花儿在清晨
绽放，是因为有了晨曦的守护，会显得格外的娇嫩，而到了
夕阳西下时让人采摘，是因为夕阳的余晖洒在花儿上，又会
显得分外的悠远，伴着清风的护送采起，又别有一番风韵留
在那儿。

鲁迅先生的`作品很直白，我非常喜欢，他的文字简单易懂，
不是整篇整篇的好句，却是让人赏心悦目，像吸铁石般吸引
着我。

课文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选自《朝花夕拾》。菜
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等十多样乡村特色景物。从这一
篇中，我体会到了鲁迅先生怀恋百草园，怀恋与虫子们为伍，
与野草们为伴的生活，听昆虫们的演奏会，这样的童年，谁
会不喜爱呀！冬天雪地捕鸟，幼时的鲁迅和闰土结伴在雪地
里扫开雪，支起竹筛，撒下秕谷，等候着鸟儿们的到来。可
心急兴奋的小鲁迅往往捕不到太多。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有趣的藤野先生，“这藤
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
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
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简单朴素的几
句话，道出了藤野先生的“不拘小节”。敬业的藤野先
生，“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
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他只是
个日本的任课老师，却如此重视一个中国留学生，与其他日
本学生一视同仁，还把讲义错误的地方都一一的修改好，一
直持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细心的藤野先生，“因为
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他特别关注了鲁迅先生，
还担心不肯解剖，真是细心呀！

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鲁迅托人买《山海经》，总是
买不到，反而是他一直很讨厌的长妈妈买来了，使我对她的
态度开始转变。长妈妈深知文化、知识对孩子是有多重要，
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的命运，出人头地。

我们的童年也已经远去，品味品味鲁迅的《朝花夕拾》，体
验不一样的童年！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八

——题记

“不必说碧绿的菜田，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
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
上，轻捷的叫着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去
了……”

这是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一篇，写的是鲁迅童年
的生活和学习，回忆中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不是简单的勾



勒，也没有浓浓的笔墨，而是流露着儿时的快乐，甚是打动
人心。

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时常记忆犹新、忍俊不禁。

朝花夕拾到读后感篇九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回忆温馨童年的美好趣事
与父母不顾及孩子心理的所谓理性批判，是鲁迅先生写的
《朝花夕拾》。

我忐忑着，拿着书来了。他和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
我一句一句的读下去。我担着心，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
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
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
且要背出来。

这样一个小片段，就可以表现出作者鲁迅对看会的渴望与父
亲对他的一次次阻难，也表达了作者鲁迅对父亲让他此时背
书的疑惑不解。鲁迅先生用朴素的语言回忆了以前，并且对
家长与老师作了理性的批判，说明了老师与家长让孩子死读
书这样的教育方式，或许有悖于孩子的自然发展——读着，
读着，强记着的，——而且要背出来。也同时表达了作者对
死读书的厌烦与无奈的心理。

温馨的回忆，让我们身同感受。佩服鲁迅先生能勇敢地批评
了当时社会，对书籍的死读，硬读，死背，"粤自盘古"就是"
粤自盘古"。

《朝花夕拾》，表达了鲁迅先生勇于批判封建思想习俗的不
合理！

《朝花夕拾》给予了我深深的感受！


